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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都起源于中日领土争端。
不然，那座经过了无数次的小荒岛，陈辉

煌和许多泉州渔民一样，习以为常到不会多瞧
它几眼。

不然，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钓鱼岛隶
属中国的大部分铁证来自于泉州。这座城市，
大多时候因为其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为世人熟
知，如今，在这场涉及到国家利益的较量中，
沉默的历史必须说话。

（一）

"# 岁的陈辉煌有着“讨海人”的典型特
征：皮肤黝黑，手掌粗糙，虽然上岸做船东多
年，但至今右脚跟一抬，依旧可以轻而易举地
从岸边跳上摇晃的甲板。

$%&$ 年，对陈辉煌来说，是闹心的一年。
隔三差五，新闻里就会跳出“争端”“冲突”
“驱逐”这些字眼。坐在电视机前的他，看着屏
幕里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，心里百感交集。

从 &'岁开始，他不知道去过那里多少次，
北纬 $"!##"(#、东经 &$'!$)"#$———钓鱼岛。

陈辉煌出生于深沪，一个有着 &'%%多年历
史的港口小镇，位于福建泉州晋江沿海。这里
的人们祖祖辈辈都是靠海为生，传统捕捞能力
很强，培养了很多经验丰富的船老大和船东。

陈辉煌从 &'岁开始出海，在那个还没有探
鱼器的年代，他学会了怎么根据海域、季节、
水温、水色来判断鱼群出没的规律，$"岁就当
上船老大。

捕鱼过程中，是否能打上鱼，都要依靠船
老大。

在外人看来，平静的大海都是一个样子，
海水都是蓝的，波纹与波纹之间并没有什么不
同，但有经验的渔民一眼看去，每一道波纹下

面，都隐藏着鱼群活动的信息。而什
么地方什么时候出没什么鱼，更是基
本常识。
“钓鱼岛附近主要产剥皮鱼（学名：

绿鳍马面鲀），每年 )月到 &&月是捕捞
的黄金季节。”陈辉煌告诉记者。钓鱼
岛的鱼多，是每个渔民都知晓的事情。
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调查，该海
域主要捕捞品种有绿鳍马面鲀、黄鳍
马面鲀、剑尖枪乌贼、短尾大眼鲷、
高脊管鞭虾、细点圆趾蟹、鲐鱼、
竹荚鱼、蓝圆鲹、鮀鲣、鲨鱼类
等，年可捕捞量高达 &"万吨以
上，经济效益良好。

鱼情好的话，去一趟回来
可以卖到近百万元。

（二）

钓鱼岛离深沪
港并不远，$%% 多

海里，以今天
渔船的航速

需要大

约 $%小时的航程。钓鱼岛附近海域属于“闽东
渔场”，是我国浙江、福建、台湾等地渔民祖祖
辈辈传统的谋生渔场。

在陈辉煌的记忆中，很多老一代的渔民曾
到那附近打鱼。有的人还上过岛捡过鸟蛋。遇
上风浪，他们会去钓鱼岛与东南方的北小岛、
南小岛之间的一条海峡避风。

上世纪 *% 年代到 )% 年代之间，陈辉煌几
乎每年都要去钓鱼岛，那时候没见过日本人的
军舰。日本巡逻艇是在十几年前开始出现的，
早前对大陆渔民还比较温和，一般喊喊话，示
意他们离开，但最近两年，日本对大陆渔民的
驱逐行动越来越厉害。

$ 年前，陈辉煌的同乡詹其雄就“出事”
了。他的渔船“闽晋渔 "&*+号”在钓鱼岛海域
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相撞，遭到日方逮捕并
扣押 &*天之久，后被释放。

詹其雄事件当年牵动了亿万中国人的心。
至今仍有人认为，那次事件是这一轮钓鱼岛争
端的序幕。$%&$ 年 " 月 &* 日，日本那霸地方
法院决定撤销对其公诉。然而，争端显然远未
落幕。

不管卷起了怎样的政治风云，詹其雄对于
当地渔民来说，只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。

深沪有近 #%% 条渔船，大约 &%% 多条都去
过钓鱼岛。“打鱼的人嘛，都是哪里有鱼去哪
里。”几乎每一个去过钓鱼岛的渔民，都会用同
一句话回答，“钓鱼岛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，
我们的船开过去有什么好怕的！”

渔民们的底气和骨头一样硬。

（三）

底气来自当下，也来自历史。
历史就是，至少从北宋起，到清廷下诏台

湾正式建省之前，钓鱼岛一直是在泉州的版图

之内。
对于今天的泉州渔民去钓鱼岛捕鱼却被日

方认定为“越界”，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觉
得荒唐至极。是谁越了谁的界？$%&$年，面对
不断升级的钓鱼岛争端，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泉
州学者纷纷站出来，用事实再次还原了历史的
真相。

林少川告诉记者，在 )+% 多年前，就有泉
州管辖钓鱼岛的文献。这本文献是北宋宣和二
年（公元 &&$%年）泉州知州陆藻的《泉州修城
记》，其中记载“泉距京五十有四驿，连海外之
国三十六岛”。

此处的“连”是指行政隶属关系。可见，至少
在公元 &&$%年时，泉州的行政区划包括“三十六
岛”的澎湖及其附属的台湾岛、钓鱼岛列屿。

而自南宋乾道年间 （公元 &&*& 年） 开始，
为了防御沿海的倭寇，泉州行政机构开始在海
防岛屿上驻军，将岛上驻军和居民编入台湾

户籍。
自此，对包括钓

鱼岛在内的东海诸岛
例行巡检正式成为我
国海防惯例。

日本方面却认为在 &+ 世纪 )% 年代时钓鱼
岛是“无主地”，而并非台湾岛的附属岛屿，所
以日本通过所谓“先占”将其划入日本版图，
归入琉球列岛之中，并且长期对其实施了“有
效占领”。但中国对钓鱼岛早已实施管辖的历史
是不容扭曲的。

（四）

如今，透过许多典籍都可以还原那段历史。
不过，最重要的文献应该是《顺风相送》。

提起这本书，林少川很兴奋。该书是迄今为
止发现的、最早记载钓鱼岛地名的史籍，是宋元
时期中国舟师根据长期的航海经验积累编写，明
代永乐年间（公元 &#%',&#$#年）中国官员再根
据下西洋的航海实践，累次校正古本而来的一部
“航海手册”。书中称“钓鱼岛”为“钓鱼屿”，比日
本人“发现”这个岛屿，早了至少 $%%多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顺风相送》是按闽南语发音
记录的，该书记载&"条航线，有&%条是从泉州起
航。“此书的重点是提到，钓鱼岛是大陆通向琉
球的必经之路，有着地标性的作用。”林少川说。

在《顺风相送》之后，还有不少典籍记载，
经过福建钓鱼岛后，过了黑水沟，方是琉球。
诸如清朝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 之“海国记”记
载：“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，形如笔架。遥祭
黑水沟，遂叩祷于天后，忽见白燕大如鸥，绕
樯而飞。是日即转风。十四日早，隐隐见姑米
山，入琉球界矣。”这也直接证明了钓鱼岛是在
福建辖内。

今天如果有机会到泉州，去城南尚可看见
公元 &&&"年修建的“来远驿”遗址。

当年琉球王国向明朝皇帝纳贡的进贡船由
泉州刺桐港靠岸，来远驿就曾接待过琉球的进
贡使节。据说，琉球至今还保留着福建特别是
泉州的许多古老风俗习惯。

（五）

事实上，绝大多数渔民并没有机会读《浮生
六记》，也不知道“来远驿”，更没听说过《顺风相
送》。在更早些时候，即争端还未出现时，他们中
有的人甚至不知道那座小岛叫钓鱼岛。

他们只是跟着鱼走。
家门口正朝大海的惠安县崇武镇大岞村的

渔民张兴才告诉记者，小时候，在近海就可以
捞到很多鱼。近些年，随着近海渔业资源枯竭
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渔民只得往更远的地方去。

$%&% 年，张兴才和几个朋友合资 &*%% 多
万，造了一条 "%% 吨吨位的围网渔船。东海渔
场、台湾海峡、琼州海峡、南海渔场，哪里有
鱼就去哪里。打鱼是苦力活，也是运气活。运
气好的时候，他的船一晚上捕到 '%%%多担、重
达 '% 多万斤的鱼货；运气不好的话，一网下
去，只收到些烂虾和海藻。

$%&$年 +月开渔后，张兴才的船也去了钓
鱼岛。这次他们最接近钓鱼岛时的距离大概只
有 $%多海里。此前，受到日本船只在钓鱼岛海
域的干扰影响，赴钓鱼岛海域作业的渔船逐年
减少。$%&$年，随着国家宣示主权并实施护渔
政策，赴钓鱼岛作业的渔民比往年增加。

张兴才说，这次虽然看到日本海上保安厅
的船只和日方的直升机，但因为有海监、渔政
的船在一旁保护，很放心。他还说，渔民一般
不会靠到钓鱼岛的岸线去，因为“打鱼不能靠

岛太近，海域暗礁比较多，容易把网刮破”。
对于有些人把渔民赴钓鱼岛海域作业看做

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之举，张兴才不置可否：
“怎么说呢，渔民也是生意人，事实上，他们去
那里仅仅是因为鱼多而已。”

（六）

$%&$ 年，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不断升
级，渔民出海的人身和财产风险也不断增大。
为了维护钓鱼岛主权和海洋权益，中国政府做
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———

$%&$ 年 ' 月，由中国海监 "%、(( 船组成
的中国海监定期维权巡航编队，抵达钓鱼岛及
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巡航。以此为标志，
中国强力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。

$%&$ 年 + 月，农业部东海区渔政局表示，
中国渔政执法船将和渔船同步开展例行巡航，
主要任务是保护渔业资源、防止非法捕捞、保
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目前，福建省包括泉州市在内已建立了海上
渔业安全应急指挥辅助系统，通过该系统，每一
艘出海的渔船行踪都在电脑监控范围之内。渔船
一旦出现险情，就可以向指挥中心报警，海洋与
渔业部门可以立即调度附近的渔船进行救助。

在泉州石狮祥芝边防派出所，记者还看到
一套新版船舶、渔船民动态管理系统，该系统
借助渔船现有的 -./（无线短波及 01/ 定位功
能） 自动识别系统，能自动定位渔船，同时具
有自动刷卡签证、设定港口区域、卫星定位导
航、越界报警提示等多项功能。

在多方位的“保驾护航”下，渔民的生产
作业有了更好的保障。未来的局势正如海上的
气候变幻莫测，而$%&'年———

不管是波涛汹涌，还是风平浪静，能够靠
岸就是平安。

中国海监船舶编队 +月 &#日抵达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巡航执法。 张建松摄

通过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安全应急指挥

辅助系统，渔船信息都在监控范围内。

$%&$年底，深沪渔船归港。

$%&$年 +月，在石狮祥芝国家中心渔港，渔民将钓鱼岛海域捕捞回的带鱼运送上岸。 张国俊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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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早
记
载
钓
鱼
岛
地
名
的
史
籍

︽
顺
风
相
送
︾
是
按
闽
南
语
发
音
记

录

!

︵
资
料
图
片
︶

陈辉煌站在甲板上。


